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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层面猪肉价格波动的棘轮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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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猪肉价格“易涨难跌”的现象探寻棘轮效应的理论假说,分区域细化研究层

面,通过滚动回归来反映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动态过程,并进行结构突变检验来分析棘轮效

应出现的时间点.研究发现:替代品、成本价格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是猪肉价格棘轮效应

产生的主要原因;棘轮效应存在区域上的同步性及时间上的突变性,并且近年来有逐步加强

的趋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订不能只选择猪肉价格暴涨时期,应根据猪肉价格变化

时点进行灵活适当地调整,作好提前预警和综合防治,提高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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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特别是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猪肉价格开始“过山车”式的频繁波动,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

极大的困扰.在研究猪肉价格变动率的时候,我们发现:猪价上涨的频率要高于下跌的频率,上涨时

期速度飞快,极少回调,存在着“暴涨”趋势;下跌时,则速度缓慢,有大幅度回调过程.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种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由此,猪肉价格波动的走势具有“易涨难跌,涨急跌缓”的倾向,即价

格波动的“棘轮效应”.
猪肉价格的“暴涨”容易引起“通胀恐慌”,推高农产品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国家对猪价的宏观调

控政策也多选择在价格“暴涨”时期,但效果不明显且有加剧波动的趋势.２０１７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

态均衡.保障猪肉供给、稳定猪肉价格将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棘轮效应”这一概念最早由 Weitzman提出[１],国外学者们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研究进口商品和国内物价之间的关系[２],在能源经济领域考察原油价格对汽油价

格的影响[３].畜产品因生产周期及产业链较长等特点造成价格的棘轮效应研究也成为热点[４Ｇ５].学

者们对美国猪肉及牛肉市场、西班牙羊肉市场及澳大利亚畜产品市场研究中均发现此效应[６Ｇ７],还从

产业链角度实证成本上涨等因素对畜产品价格的影响[８Ｇ９].国内对于价格棘轮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
主要集中在房价以及黄金价格领域[１０Ｇ１１],对畜产品的研究还较少,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玉

米、豆粕等价格上涨会推高猪肉价格[１２];猪价和成本的具有相互溢出效应[１３];猪肉价格对 CPI的影

响及推动作用[１４];畜产品相互替代及区域间相互关系[１５Ｇ１６];国际市场的影响等也会导致价格的“棘轮

效应”[１７].
然而学者们对“棘轮效应”的实证分析缺乏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研究集中在猪产业链上下游之

间单一因素的影响;大多研究都集中在全国层面,缺乏区域层面的细化.基于此,本文通过滚动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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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猪肉价格波动存在“易涨难跌”的棘轮效应,并进行区域同步性及时间上突变性检验,为提高猪肉

价格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政策参考.

　　一、模型与数据来源

　　１．理论模型推导

假设猪肉的长期趋势价格独立于影响价格波动的短期因素,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参考过去猪肉

价格来决定当期价格,因此,任意时间点的长期猪肉趋势价格如式(１):

Pm＝Pt－１ (１)
短期内,猪肉价格受到各种影响因素的影响,需要在前一期价格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从而得到波动

价格式(２):

Pn＝Pt－１＋u(Δft
１,Δft

２Δft
n) (２)

式(２)中,u 表示波动调整价格对短期因素变化的反应函数,当所有的短期影响因素均未发生改

变时有u(０,００)＝０.
猪肉市场价格是长期趋势价格和短期波动价格的加权平均,如式(３):

Pt＝(１－δ)Pm
t ＋δPn

t＝Pt－１＋δu(Δf１
t,Δf１

tΔfn
t) (３)

式(３)中,δ为波动参数表示各种短期因素对猪肉价格的影响程度,δ在０~１之间,δ＝０表示市

场中完全不存在短期波动因素,猪肉价格达到稳定均衡状态;δ＝１时,P＝Pn,猪肉价格完全由短期

波动因素决定,价格剧烈变化.波动参数δ受到影响猪肉价格的各种短期因素的fi(i＝１,２,３n)
以及其他因素e的综合影响,将δ改写成式(４):

δ＝δ(Δf１
t,Δf２

tΔfn
t,e)＝βδ１(Δf１

t,Δf２
tΔfn

t)＋δ２(e) (４)

式(４)中,β是可变参数,βδ１(Δf１
t,Δf２

tΔfn
t)表明波动参数中的短期可变部分,反映了各种短期

影响因素频繁变动对猪肉价格的影响部分,δ２(e)表明波动参数中长期较为稳定的因素,并且满足

β≥０,δ１(Δf１
t,Δf２

tΔfn
t)≥０,δ２(e)≥０,βδ１(Δf１

t,Δf２
tΔfn

t)≤１－δ２(e).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短期因素之一fi 变动刺激猪肉价格上涨,一方面使得猪肉波动

程度上升
∂δ１

∂Δfi＞０,另一方面波动价格上升 ∂u
∂Δfi＞０,反之fi 变动刺激猪肉价格下跌,一方面使得猪

肉波动程度下降
∂δ１

∂Δfi＜０,另一方面波动价格下跌 ∂u
∂Δfi＜０,因此,短期影响因素的变化对波动参数

和波动价格函数的影响方向相同:

∂δ１

∂Δfi ∂u
∂Δfi＞０ (５)

在以上模型公式设定下,本文用一个两期模型以成本价格η为例解释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形成

原因,假定除成本因素价格以外的各种短期因素均保持不变,则有:

δ＝βδ１(Δη,Δf２
tΔfn

t)＋δ２(e)＝βδ１(Δη)＋δ２(e) (６)

u(Δη,Δf１
tΔfn

t)＝u(Δη) (７)

分别记P１,P２ 为猪肉在时期１、２的价格,ΔP 表示猪肉价格变动P１－P２,由以上各式可得

ΔP＝[βδ１(Δη)＋δ２(e)]u(Δη) (８)

由成本价格与猪肉价格的正向关系可得∂u
∂Δη

＞０,进一步可得
∂δ１

∂Δη
＞０,根据反应函数u 的性质有

u(－Δη)＝－u(Δη)
由成本因素价格变动服从正态分布 Δη(０,σ２),ω 为其概率密度函数,猪肉价格变化 ΔP 的期望

值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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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ΔP)＝∫
＋¥

－¥

[βδ１(Δη)＋δ２(e)]u(Δη)ω(Δη)dΔη

　　　 ＝∫
＋¥

０
{[βδ１(Δη)＋δ２(e)]u(Δη)ω(Δη)＋[βδ１(－Δη)＋

　　　　δ２(e)]u(－Δη)ω(－Δη)}dΔη

　　　 ＝∫
＋¥

０
β[δ１(Δη)－δ１(－Δη)]u(Δη)ω(Δη)dΔη

(９)

当成本因素价格发生变化时,Δη≥０,由∂δ１

∂Δη
＞０可知δ１(Δη)－δ１(－Δη)＞０,由 ∂u

∂Δη
＞０以及

u(０)＝０可知,u(Δη)＞０.又因为可变参数β≥０,可得E(ΔP)≥０.
因此猪肉价格变动的期望E(ΔP)≥０,猪肉价格在成本因素价格的影响下确实具有倾向于上涨

的棘轮效应,以此类推,所有影响猪肉价格的短期因素的变化都能够导致猪肉价格棘轮效应.

２．实证模型设定

进一步地,将短期因素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划分为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影响,验证相关短期因素的

棘轮效应影响.本文首先对猪肉价格及影响因素进行 HP滤波处理,剔除长期趋势项的影响而得到

短期波动冲击,如式(１０)所示:

min{∑
T

t＝１
(Yt－St)２＋λ ∑

T－１

t＝１
[(St＋１－St)－(St－St－１)]２} (１０)

在式(１０)中,Yt 表示实际观测值,St 表示趋势值,λ 为设定的惩罚因子,求得式(１０)值最小时的

St 趋势值,用观测值Yt 减去趋势值St 得到波动值,然后利用波动值除以趋势值得到波动率,当波动

率为正时表示正向冲击,波动率为负时表示负向冲击,用波动率作为变量来衡量短期因素对猪肉价格

变动的影响.
在对变量进行 HP滤波处理之后,本文设定以下回归模型:

Yit＝αo＋α＋
n ∑

N

n＝１
Xn＋

it ＋α－
n ∑

N

n＝１
Xn－

it ＋εit (１１)

式(１１)中,被解释变量Yit为猪肉价格波动率(pork),解释变量 Xnit表示牛肉价格波动率

(beef)、鸡肉价格波动率(chicken)、玉米价格波动率(corn)、豆粕价格波动率(soybeans)以及 CPI月

度环比指数,其中Xn＋
it ＝max(Xnit,０)表示解释变量的正向冲击,Xn－

it ＝min(０,Xnit)表示解释变量

的负向冲击,α０ 为截距项,ε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短期因素的波动对猪肉价格的影响是否存在棘轮效应,需要从系数显著性和系数绝对值两个方

面来判断,表１给出了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判断条件.
表１　棘轮效应的判断条件

判断标准 判断因素 判断条件

系数显著性

替代品价格 α＋
beef、α＋

chicken显著,α－
beef、α－

chicken不显著

成本因素价格 α＋
corn、α＋

soybeans显著,α－
corn、α－

soybeans不显著

宏观经济因素 α＋
cpi显著,α－

cpi不显著

系数绝对值

替代品价格 |α＋
beef|＞|α－

beef|,|α＋
chicken|＞|α－

chicken|
成本因素价格 |α＋

corn|＞|α－
corn|,|α＋

soybeans|＞|α－
soybeans|

宏观经济因素 |α＋
cpi|＞|α－

cpi|

　　表１是基于模型参数的线性假定,其基本含义为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为恒定

的常数,不随时间而变化,在实际中存在很大缺陷.本文通过选择一定的窗口宽度,对模型进行滚动

回归,得到一系列参数估计值,通过对参数序列值的比较来检验猪肉价格棘轮效应在不同样本区间上

的可信度.如果解释变量正向冲击的参数绝对值序列总体大于解释变量负向冲击,则可以确定棘轮

效应的存在,反之则不能确定,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进行检验和确定.

３．变量说明和数据描述

本文共收集了我国３０个省市、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的月度价格数据,港澳台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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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藏由于数据缺乏未包含在考察范围内,本文按照地理位置划分成６个区域(如表２所示),价格

数据来自中国畜牧业信息网,均做 HP滤波处理取得波动率.cpi数据来自国研网及国家统计局,为
月度环比数据.变量描述统计见表３.

表２　我国猪肉消费区域划分

区域 个数 省份

华北 ６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河南 山东

东北 ４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东南 ６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南

华中 ４ 安徽 湖北 湖南 江西

西南 ５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 广西

西北 ５ 甘肃 陕西 青海 宁夏 新疆

表３　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pork －０．２７ １２．９１ －３９．７３ ４１．４９ ０．３０ ３．１３

beef －０．１３ ６．２８ －２４．１９ ２８．６６ ０．２６ ３．６８

chicken －０．０３ ７．７１ －７５．８６ ５５．６１ －０．１７ ８．３９

corn －０．１６ ６．８８ －２６．４９ ２７．１４ ０．２１ ３．５５

soybeans －０．１４ ９．４２ －２７．８６ ４１．９０ ０．６０ ３．８１

cpi ０．１９ ０．７４ －２．７３ ９．６２ ０．６７ ８．８２

　　二、估计结果与分析

　　１．模型检验与估计

本文采用常用的LLC检验和IPS检验,各变量均通过１％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变量均

是平稳过程.同时面板协整检验结果显示,猪肉价格与替代品价格、成本价格及宏观经济因素之间均

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
模型回归估计见表４,结果显示:①从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上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基本一致,显

示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趋同性.②替代品牛肉价格中beef＋ 系数显著而beef－ 系数不显

著,有|α＋
beef|＞|α－

beef|,牛肉价格上涨影响猪肉价格,而牛肉价格下跌对猪肉价格没有影响.鸡肉价格

中chicken＋ 及chicken－ 系数均显著,除东北和华中两个地区外均有系数绝对值|α＋
chicken|＞|α－

chicken|,猪

肉价格受鸡肉价格上涨的影响程度更大,范围更广,对猪肉具有很强的替代性.③成本因素中corn＋

系数除西北地区外均显著,corn－ 系数除西南地区外均不显著,有系数绝对值|α＋
corn|＞|α－

corn|.各地

区豆粕价格中soybeans＋ 系数均显著,soybeans－ 系数除东南华中地区外均不显著且均有系数绝对值

|α＋
soybeans|＞|α－

soybeans|.生猪饲养的主要原料粮为玉米豆粕,可见饲料成本价格上涨比下跌的冲击要

大.④宏观经济因素中cpi＋ 系数除华中地区外均显著,cpi－ 系数东南、西南、西北地区均不显著,除
东北、华中地区外均有系数绝对值|α＋

cpi|＞|α－
cpi|.从各地区来看,宏观因素对猪肉价格的正向冲击是

显著的,而负向冲击总体来说不显著,且正向冲击的影响程度大于负向冲击的影响程度.

２．棘轮效应的时间性和区域性检验

本文检验棘轮效应是否存在时间上的普遍性,选取６０期为窗口宽度,采用滚动回归得到各地区

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序列,对系数的估计值取绝对值之后进行非参数符号检验比较相关解释变量之

间的大小,以进一步确定棘轮效应的存在.系数绝对值系列非参数符号检验见表５,大多数地区通过

了非参数检验.因此,各地区猪肉价格受到短期因素正向冲击要大于负向冲击的影响,即存在棘轮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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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回归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华北) (东北) (东南) (华中) (西南) (西北)

beef＋ ０．５５９∗∗∗ ０．７２１∗∗∗ ０．７５８∗∗∗ ０．６２０∗∗∗ ０．２９８∗∗ ０．８６２∗∗∗ 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beef－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６ －０．２６１ －０．３０９ －０．４０８ －０．３９４ ０．２３６
[０．２６４] [０．６１４] [０．２１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４] [０．２６２] [０．１９３]

chicken＋ ０．７２５∗∗∗ ０．６１８∗∗∗ ０．９１４∗∗∗ ０．５７５∗∗∗ ０．７１７∗∗∗ ０．７０９∗∗∗ ０．８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hicken－ ０．６２４∗∗∗ ０．５９５∗∗∗ １．４１３∗∗∗ ０．４３３∗∗∗ ０．８５４∗∗∗ ０．５７５∗∗∗ ０．４９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corn＋ ０．４７４∗∗∗ ０．６２２∗∗∗ ０．３６３∗∗∗ ０．６２０∗∗∗ ０．８１７∗∗∗ ０．３４７∗∗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 [０．５５７]

cornf－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１ ０．３５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１] [０．４３２] [０．８０６] [０．７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９９３]

soybeans＋ ０．４３３∗∗∗ ０．３７４∗∗∗ ０．３９５∗∗∗ ０．３７１∗∗∗ ０．３３７∗∗∗ ０．４７５∗∗∗ ０．５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soybeans－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８５∗∗ ０．２９５∗∗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６] [０．７４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８２] [０．２９５]

cpi＋ ２．１８８∗∗∗ ２．４５４∗∗∗ ２．５２５∗∗∗ １．７７６∗∗ ０．９５５ ２．６５６∗∗∗ ３．０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pi－ １．７１２∗∗∗ １．８４７∗∗∗ ４．５６０∗∗∗ －０．２７２ １．６２４∗∗∗ －１．０５１ １．７６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８５] [０．００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９]

Constant －４．５４４∗∗∗ －５．２８８∗∗∗ －３．８２４∗∗∗ －５．５１５∗∗∗ －３．３８６∗∗∗ －５．１１５∗∗∗ －４．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测值 ５９４０ １１８８ ７９２ １１８８ ７９２ ９９０ ９９０

省份个数 ３０ ６ ４ ６ ４ ５ ５

　注:方括号内为P 值,∗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

表５　系数绝对值序列非参数符号检验

变量系数 (华北) (东北) (东南) (华中) (西南) (西北)

|α＋
beef|＞|α－

beef|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α＋
chicken|＞|α－

chicken|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α＋
corn|＞|α－

corn|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α＋
soybeans|＞|α－

soybeans|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１]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８] [０．０００]

|α＋
cpi|＞|α－

cpi| [０．７５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非参数符号检验的原假设为系数绝对值相等,备择假设之一为正向冲击的系数绝对值大于负向冲击的系数绝对值,方括号内为

P 值,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

　　为进一步反映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动态变化过程,接下来分区域对各变量的系数序列值做时间

序列图来直观表现各解释变量对猪肉价格波动影响,为节约篇幅,每个解释变量只给出具有代表性的

两个地区系数序列图.
图１中两地区牛肉价格beef＋ 系数值序列(在２００８年之后)急速上升并稳定在０．５左右,beef－

系数值序列在１００期之后逐步下降到０附近,其价格涨跌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容易出

现助涨不助跌的情况,即牛肉价格下跌对猪肉价格影响不大,牛肉价格上涨则容易使得猪肉价格跟风

上涨.
图２中两地区鸡肉价格chicken＋ 系数值序列处于１~２之间,始终在chicken－ 系数值序列(０~１

之间)上,并且chicken＋ 系数值序列在１００期左右有明显的跃升,鸡肉价格涨跌对猪肉价格波动均会

产生影响,但对于猪肉价格而言,利好消息(替代品价格上升)的影响总是要大于不利消息(替代品价

格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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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beef＋ 和beef－ 的系数序列

图２　chicken＋ 和chicken－ 的系数序列

　　图３各地区饲料成本上升corn＋ 系数值序列对猪肉价格的影响程度逐步增强或稳中有升,饲料

成本下降corn－ 系数值序列对猪肉价格的影响程度则逐渐降低,在１００期左右(２００８年前后)存在交

点.饲料成本上升容易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猪肉价格上升,而饲料成本下降则更多的是作为生产者福

利被猪肉生产者作为利润攫取,对猪肉价格影响逐步减弱直至消失.

图３　corn＋ 和corn－ 的系数序列

　　图４中两地区cpi＋ 和cpi－ 系数值序列波动较大,但cpi＋ 系数值序列总体在cpi－ 系数值序列之

上,经济向好,物价上升能够更为有力的影响猪肉价格.

图４　cpi＋ 和cpi－ 的系数序列

　　３．结构突变检验

综上来看,各解释变量对猪肉价格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个时间点(如

１００期)存在交点,这个节点之后,猪肉价格对于正向冲击反应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对负向冲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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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程度及显著程度逐渐降低,二者的背离及程度的逐渐加大使得棘轮效应出现增强的趋势.
本文最后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总体而言,各地区各因素的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

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时间突变点,猪肉价格棘轮效应出现在各变量结构突变点之后.时

间突变点在２０１１年出现的次数最为集中,因此我国各地区猪肉价格波动的棘轮效应出现的时间点应

该在２０１１年前后.从宏观视角来说,有可能基于以下原因:自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出现结构

性变化,以房价为首的各种显性及隐性成本推高了社会整体运行负担,社会成本总体趋向于波动上

升,猪肉价格棘轮效应只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缩影.另外,从产业层面来看,生猪行业固有的周

期性、疫病等问题使猪肉价格传导链条的阻滞则会加剧价格非对称传导,造成２０１１年猪肉价格的暴

涨,从而出现价格棘轮效应.
表６　棘轮效应结构突变检验

华北

统计值 突变点

东北

统计值 突变点

东南

统计值 突变点

华中

统计值 突变点

西南

统计值 突变点

西北

统计值 突变点

beef＋ ５．９０１
２０１１m３

８．９６５
２００４m８

２２．０９３
２０１１m４

７．０３８
２０１１m３

１４．５１１
２０１１m５

２４．７６９
２０１１m３

[０．４２５] [０．１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beef－ ４６．９２５
２０１４m１

５０．６２５
２０１４m１

５７．３３４
２００７m７

３０．４１８
２０１４m１

５６．９６８
２００７m８

６５．８２１
２０１１m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hicken＋ ３３．０５０
２０１３m５

４６．６３５
２００５m８

４１．７３６
２０１３m３

１９．８０５
２０１３m４

２３．８７２
２００７m８

２９．８０９
２００６m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hicken－ １０．５３７
２０１２m８

１３．８８０
２００４m８

１２．９０５
２０１１m３

１３．７６２
２０１２m５

１９．０１３
２００７m８

２６．０３０
２００６m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corn＋ ２４．２６５
２０１２m１

１２．１２０
２０１１m１２

３６．７９３
２０１１m１２

３９．１５７
２０１１m１２

２８．０９７
２０１０m３

１５．５３４
２０１１m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corn－ ４６．５５１
２０１４m１

１８．４０６
２０１２m４

５４．５７５
２０１４m１

５３．４３９
２０１４m１

３７．２８７
２０１０m１

１４．１２０
２０１１m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soybeans＋ １５．８３７
２０１１m３

１６．９２１
２０１１m５

２３．５２９
２０１１m４

２１．２５３
２０１１m３

１８．６０８
２０１１m５

３９．８１７
２０１１m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soybeans－ ５２．３１０
２００７m６

３８．４６１
２０１１m３

５６．１６７
２０１０m１０

４３．０８６
２０１１m１

６３．０１１
２０１１m２

４２．７１７
２０１１m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cpi＋ ４．５５０
２０１１m２

６．５９７
２００４m８

１１．４１９
２０１１m３

７．０４８
２０１１m３

７．８８７
２００７m８

１６．１１６
２０１０m１１

[０．６３３] [０．３３８] [０．０５３] [０．２８９] [０．２１４] [０．００７]

cpi－ ５．７６８
２００７m６

１０．３１６
２００７m４

１１．４２６
２０１１m３

７．１３３
２０１１m３

７．１１１
２０１１m３

１１．９８７
２０１１m３

[０．４４４]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３]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３] [０．０４２]

　注:P＜０．０１、P＜０．０５、P＜０．１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 值.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影响猪肉价格棘轮效应的短期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替代品、成本价格

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短期波动冲击是造成棘轮效应的主要原因,猪肉价格波动对短期因素的正向冲

击反应更加敏感,负向冲击反应不明显.②通过分区域价格波动分析,各地区猪肉价格均存在棘轮效

应,具有空间上的联动性.③我国猪肉价格棘轮效应具有时间上的突变性,我国猪肉价格棘轮效应出

现在２０１１年前后,并且近年来有逐步加强的趋势.
针对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宏观调控的时间不

能只选择价格暴涨时期进行.猪肉价格的暴涨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是经过一段时间逐渐累积而成

的,政府应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及时把握市场中的各项信息,提前防控,减少对猪价的冲击.第二,
生猪价格短期因素会推高猪价,替代品、成本及宏观因素都会对猪价的暴涨和缓跌产生影响,应当综

合考虑调控政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可能并不奏效.第三,生猪的棘轮效应存在着突变点,每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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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猪肉价格波动都有节点,在政策实施中,把握生猪价格变化的节点,对于制订相关的调控政策尤为

重要,有关部门在决策研究及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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